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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定位系统（GPS）自问世以来，以其高精度、全天候、全球覆盖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吸引了全世界
的关注，成为代替传统导航、定位和测时的重要手段。
GPS作为实时动态定位服务的基础平台，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为测绘、交通、土建、农林
、水利、矿产、地质、海洋、航空航天、国土资源、安全防卫、防灾减灾、环境监测、科学研究等诸
多领域提供实时、高精度、高可靠性和高效率的空间位置信息服务。
编著本书的目的是满足GPS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GPS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最新
成果，向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系统地介绍卫星导航定位的基本理论和最新发展。
本书从数据处理的角度，结合作者多年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GPS的基本原理
和现代发展，内容包括卫星无线电导航定位方法、坐标与时间系统、卫星轨道运动、基本观测量与观
测方程、误差分析与建模、静态与实时动态定位（RTK）、周跳探测技术与模糊度解算理论、差分改
正模型与编码方法、网络GPS，／RTK原理，以及卫星测量控制网建网方法与数据处理实践等。
本书由黄丁发负责大纲的制订和统稿。
从构思到编写，编著者得到了武汉大学刘经南院士的指导与帮助。
编委会成员对大纲编写和内容的制订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本书相关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07AAl2231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771173、40271091）的资助。
参加部分章节相关研究工作的有李成钢博士、李国平博士、殷海涛博士、袁林果博士和黄泽纯讲师等
。
邓芳女士及研究生陈豪、曹利民、董兴干、冯威、韩非、李萌、刘雪梅、钱文进、吴亚东和徐韶光等
做了大量排版和校对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GPS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方法的发展非常迅速，本书力求系统而全面地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紧跟发
展前沿，但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同行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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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导航定位的理论与数据处理方法。
在GPS技术的发展历程中，数据处理与分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书从数据处理的角度，结合作者多年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经验，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系统地
论述了GPS的基本原理和现代发展。
全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卫星无线电导航定位方法、坐标与时间系统、卫星轨道运动、基本观测量与
观测方程、误差分析与建模、静态与实时动态定位(RTK)、周跳探测与整周模糊度解算、差分改正模
型与编码方法、网络GPS／RTK原理与算法模型，以及卫星测量控制网建网方法与数据处理实践等。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测绘、土木、交通、农林、水利、地质、矿产、海洋、航空航天等专业的本科
生及研究生教材，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从事勘测设计、信息系统、位置服务与导航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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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2000国家GPS控制网也已投入使用，该网由国家测绘局的GPS A，B级、总参测绘局
的GPS一、二级网和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组成，全网共有2609个点。
通过联合数据处理将其归于一个统一的坐标参考框架，为建立新一代的地心坐标系统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11.2.2在航空摄影测量中的应用应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测绘地形图，需要进行空中三角测量解决像片的
坐标系问题。
空中三角测量需要实测一定数量的像片控制点的地面坐标，用它求解出像片上加密点的地面坐标，最
终实现像片测图。
在GPS技术出现之前，像片控制点的坐标是使用常规测量仪器进行野外测量完成的，此工作费力、费
时。
目前，应用GPS定位技术替代常规测量方法测定像控点已在航外控制点测量中普遍采用。
GPS航外像控点联测一般可按E级网的标准施测，GPS网可以不分级而直接联测已知控制点，网中允许
存在单基线。
像控点联测可以采用静态定位、快速静态定位及动态定位的模式进行，可以联测一定数量的网点水准
高程进行全网高程拟合，数据处理采用一般商用软件及广播星历即可。
虽然应用GPS可方便地得到像控点坐标，但仍需要作业员携带GPS接收机在野外跋山涉水，并没有改
变航测生产的流程，克服野外工作量大的缺点。
随着GPS技术的不断成熟，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方法应运而生。
此法就是在航摄飞机上安置机载GPS接收机当作流动站，在测区的已知地面控制点上安置GPS接收机
作为参考站.采用动态差分定位模式，求定摄影瞬间航摄机的三维坐标后，仅需在测区周边或四角测定
少量的地面控制点，即可完成各种精度要求的空中三角测量。
由于机载GPS天线相位中心与航摄机的光学投影中心存在位置偏差，摄影瞬间与GPS定位时刻不重合
，需要进行相关的改正与归算。
机载GPS天线安置在飞机的顶部，航摄机却安置在飞机的底部，两者的中心虽然不重合，但它们与飞
机是刚性连接的，两者的偏差可表示为像片坐标系中的三个偏心分量，并用常规方法事先测定之。
GPS动态差分定位测定的是GPS观测历元机载GPS天线相位中心坐标，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所需的是
摄影机曝光瞬间的摄影机坐标，两者在时刻上不重合，需要利用相邻的GPS观测历元所测定的位置进
行内插或拟合。
内插或拟合的精度与GPS数据采样率及内插方法有关，数据采样率越高，内插或拟合的误差越小，内
插方法采用二次多项式模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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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PS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方法》力求系统而全面地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紧跟发展前沿，但由于作
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同行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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